
土壤资源调查与评价实习报告
 

一、实习目的
 

1.通过以卫片为底图进行的野外“土壤及土地利用”调查 

和室内制图等教学实习环节，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以贵 

阳市花溪区桐木岭进行“土壤及土地调查与评价”教学实 

习。
 

2.掌握“资源调查与制图”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培养 

野外独立工作能力。 3.绘制土地利用现状图，
 

绘制土壤分布图。 二、实验主要工具及试剂：
 

1.图纸（桐木岭6号）、锄头、铁锹、Hcl溶液、pH指示剂、p 
H试纸、白瓷板、电动刀、取土盒5个、彩笔等

 

三、实习要求
 

1.以正射影像为工作底图，根据路线调查和典型区的调 

查，完成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壤图等。
 

土壤利用图：根据土壤利用状况确定土壤利用类型，并 

按土壤利用分类表标号。
 

土壤图：根据土壤相应指标确定土壤类型，并按土壤类 

型表标号，对于新土种由小组根据土壤指标状况先命名 ，

然后进行统一命名。
 

2.根据路线调查和典型区域的调查完成的土地利用现状 

图、土壤图，在室内完成各小组专题图的拼接。 3.花溪

区桐木岭周边区域土壤的分类、质地、植被类型、 侵蚀

程度、植被覆盖度等调查以及实习报告的完成。 四、实

习计划及时间
 



实习时间计划为5天，分野外调查和室内制图两个阶段。 

1、野外调查阶段。（4天）2、 室内制图阶段（1天）。
 

五、实习地区（花溪）概况
 

花溪区位于贵州高原中部，是省会贵阳市南郊的一个县 

级区，地处东经106°27′~106°52′，北纬26°11′~26°34′。北 

临南明区、乌当区，东与龙里县相邻，南接长顺县、惠水 

县，西与清镇市、平坝县接壤，距贵阳市中心17公里。全 

区地貌以山地和丘陵为主，
 

 
土地总面积957.6平方公里。

 

花溪区地势起伏较大，地区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地貌总的轮廓是：东西两侧山地、丘陵地势较高，海拔12 

00米以上；中部槽谷盆地地势较低，海拔1100米左右。以 

分水岭为界，西南至东南部位中山峡谷及台地，地势较 

高，海拔在1300米以上；西北、东北部海拔多在1200~130 

0米之间。
 

花溪区处于长江、珠江两大流域的分水岭地带，从西南 

部的旧盘、掌克至桐木岭、孟关上板一线为分水岭。分水 

岭以北及高坡东部属于长江流域乌江水系，面积603平 

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59.2% ；以南属珠江流域西江水 

系，面积415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40.8% 。按河长 

大于10公里或流域面积大于20平方公里的标准，全区共 

有17条河流，境内总河长257公里；其中属长江流域的9 

条，总河长147公里；属珠江流域的8条，总河长110公里。
 



本次实习区地理位臵、范围、自然概况
 

位于花溪区西南部的罗平村、尖山村、板桥村，境内山高 

谷深，垂直气候差异大，森林复被率高，立体农业显著； 

属岩溶中山地貌区，距花溪2公里，地形起伏不平，海拔 

高度在1213.5~1433.3米之间；多为板岩风化山体，地形 

破碎，水土流失严重，水蚀作用显著，多为水蚀地貌。属 

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温暖湿润，冬无严寒，夏无酷

暑 ，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13.5℃,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1129. 3mm，年日照时数1250~1290小时，〉10℃年积温

3600～ 4200℃左右，无霜期255～290天；地层以泥炭系、

石灰系 和二叠系的碳酸盐岩类的风化残积物、坡积物等

为主， 表层出露以石灰系的灰岩为主；受成生物气候和

生物活 动的影响，土壤以黄壤为主，其中旱地土种以黄

沙泥土 为主，水田土种以黄泥田为主，土壤pH值在7.0— 

7.5之间。分布在平缓和坡度较小的区域土层深度平均可 

以达到1.5米，坡度较大区域，土层较浅平均只有0.6米。 

主要树种杉木、马尾松和毛栗等灌丛等，森林覆盖率和 

自然植被覆盖率较高；主要农作物有水稻、玉米、油菜、 

小麦等。自然土以硅质黄壤和石灰土居多旱作图主要有 

黄沙泥土、冷砂土、大泥土和岩泥等；水稻土有黄沙泥田 、

大眼泥田和冷侵田等。 六、实习内容及过程
 

<一>、理论知识学习
 

经过刘老师对这次调查实习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开始安 

排接下来几天的调查的具体内容和各项调查技术的原理
 



和注意的细节。花溪区桐木岭土壤和土地利用调查以正 

射影像图为底图，按地形图为标准，典型区域为单位，地 

块为基础，生产为中心，障碍发展的土、肥、水等因素为 

重点进行。
 

土壤图的内容：包括土壤类型（以土种为主），主要剖面 

点位，行政区界，队所在地、主要道路、沟渠、水面、抽水 

机站、石质丘陵保留一定的等高线，图廓内应绘制图例

（ 主要包括着色和土壤代号、土壤名称、面积、说明）、比 

例尺、方位标（正北面图可省）并标明制图时间和单位。
 

 

土壤利用类型图：主要依据土地的用途，经营特点，利用 

方式和覆盖特征等因素划分。土地利用现状采用三级分 

类，进行统一的编码排列。 <二>、实习开始
 

1.我们班共分为9个小组集体进行了一条路线的调查桐 

木岭地区土地利用现状。
 

2.根据相关探查技术和步骤9个小组分区调查桐木岭地 

区和花溪地区的土壤。 <三>、调查内容
 

1.成土因素与土壤特性的关系：
 

（1）成土因素揭示土壤的发生与特性
 

a.关系式：道库恰耶夫公式： S=f(C,O,R,P)T S:土壤体
 

R：地形C：气候 P：母质 O：生物 T：成土时间
 

这个公式明确地表示了土壤与成土条件之间的联系，即 

它是母质、气候、生物、地形和时间等5种自然成土因素 

综合作用的产物，而且各种成土因素所起的作用是互相
 



不能代替的，所有的成土因素始终是同时同地，不可分 

割地影响着土壤的产生和发展，同时随着成土因素的变 

化，随着空间因素的变化，土壤也随着不断地形成和演 

化着。 （2）土壤发育与母质的关系
 

土壤母质是岩石风化的产物，它是土壤形成的物质基础 。

母质中的一些性质例如机械性质、坚实度、渗透性、矿 

物组成和化学特性等都直接影响成土过程的速度和方

向 。母质中的磷、钾、钙、硫和其他元素也影响着土壤的

自 然肥力。
 

许多土壤的属性继承了母质的性质。酸性岩母质含石英 、

正长石、白云母等抗风化力强的浅色矿物较多，多形成 

酸性的粗质土；基性岩母质含角闪石、辉石、黑云母等抗 

风化力弱的深色矿物较多，多形成土层较厚的粘质土壤 。

从酸性岩母质到基性岩母质随着硅含量的减少，而铁， 

锰、镁、钙含量显著增加，不同母岩发育的红壤，其化学 

组成不同，富铝化强度也有差异。一般说来，由玄武岩、 

石灰岩等基性母岩发育的红壤，其淋滤系数、分解系数、 

铝化系数和铁化系数的相对值，均高于由花岗岩等酸性 

母质所发育的红壤。如果母质层具有不同质地层次，亦 

影响到土壤中物质迁移转化过程，非均质母质对土壤形 

成、性状、肥力的影响较均质母质为复杂，影响土体中物 

质迁移转化的不均一性，不同母质可以形成多种类型的 

土壤。
 

不同母质对土壤次生矿物也很有影响。斜长石和基性岩
 



母质发育的土壤含有多量的三水铝矿，酸性岩中的钾长 

石发育的土壤则以高岭石为多。冰渍物和黄土中，含水 

云母和绿泥石较多；下蜀黄土以水云母为主；页岩和河流 

冲积物富含水云母；紫色页岩，湖积物和淤积物多蒙脱 

石和水云母。蒙脱型粘性母质易发育成变性土。 不同母

质所形成的土壤，其养分情况也不相同。钾长石 风化后

所形成的土壤有较多的钾；而斜长石风化后所形 成的土

壤有较多的钙；辉石和角闪石风化后所形成的土 壤有较

多的铁、镁、钙等元素；含磷量多的石灰岩母质， 在成土

过程中虽然石灰质遭淋失，但土壤含磷量仍很高 。
 

成土母质影响土壤的质地。质地粗的母质上形成的土壤 

质地也较粗，质地细的母质形成的土壤质地也较细。粗 

质母质易发育成淋溶土，细质母质易发育成潜育土。 在

一些土壤形成过程中，母质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例 如，

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地带性土壤是砖红壤和红壤等 ，

但在石灰岩和紫色岩上发育的土
 

 

壤，因含有大量碳酸钙，阻滞和延缓了富铝化作用的进 
行，因而分别发育成为石灰土和紫色土。

 

（3）土壤发育与气候的关系
 

气候因素直接影响土壤的水、热状况，而土壤水、热状况 

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风化过程，影响植物生长，微生物 

活动，以及有机质的合成与分解。可以说，土壤的水、热
 



状况决定了土壤中所有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的变化作用 ，

影响土壤形成过程的方向和强度。在一定的气候条件 下，

产生一定性质和类型的土壤，因此，气候是影响土壤 地

理分布的基本因素。在美国土壤系统分类学中，把土 壤

温度和湿度作为诊断分类的一项重要指标。
 

气候影响岩石矿物风化强度。矿物的风化有物理作用和 

化学作用，其速度和温度有关。
 

气候对次生矿物形成的影响，一般情况是，降水量增加， 

土壤粘粒含量增多。土温高，岩石矿物的风化作用加强。 

因此，不同气候带的土壤中，具有不同的次生粘土矿物。 

气候对土壤有机质的积累和分解起着重要作用。过度湿 

润和长期冰冻有利于有机质的积累，而干旱和高温，好 

气微生物比较活跃，有机质易于矿化，不利于有机质积 

累。
 

不同气候带土壤中微生物的数量和种类也不相同。草甸 

土中微生物数量最多，黑土中微生物数量每克土可达数 

千万个，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栗钙土、棕钙土、灰钙土

中 ，微生物数量在数百万到数千万个之间，湿润地区的

红 壤，砖红壤中，微生物数量较少，但某些砖红壤中也

可达 两千万个左右。
 

气候影响着土壤分布规律，尤其是地带性分布规律。不 

同气候带分布着不同的地带性土壤类型，如寒温带分布 

着灰化土，温带分布着暗棕壤，暖温带分布着棕壤，亚热 

带和热带分布着红壤、砖红壤等。同时由于气候干湿程
 



度的差异，也分布有相应的土壤类型，如温带湿润气候 

区，分布有淋溶土，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区，分布有弱淋溶 

土，钙积土，温带干旱区分布有荒漠土。
 

（4）土壤发育与生物的关系
 

土壤形成的生物因素，包括植物、土壤微生物和土壤动 

物，它们是土壤有机质的制造者，同时又是土壤有机质 

的分解者。它是促进土壤发生发展的最活跃因素。其中 

植物，特别是高等绿色植物及其相应的土壤微生物类群 ，

对土壤的作用最为显著。绿色植物对分散在母质、水体 

和大气中的营养元素有选择地加以吸收，利用太阳辐射 

能进行光合作用，制造成活体有机质，并把太阳能转变 

为潜能，再以有机残体的形式，聚积在母质表层，然后， 

经过微生物的分解，合成作用，或进一步转化，使母质表 

层的营养物质和能量逐渐丰富起来，产生了土壤肥力特 

性，改造了母质，推动了土壤的形成和演化。
 

不同的植被类型所形成的有机质的性质、数量和积累的 

方式各不相同，因而对成土过程所产生影响也不同。一 

般说来，热带常绿阔叶林的有机残体的数量多于温带夏 

绿阔叶林，温带夏绿阔叶林又多于寒带针叶林，草甸植 

物多于草甸草原植物，草甸草原植物多于干草原植物， 

干草原植物又多于半荒漠和荒漠植物
 

土壤微生物在成土过程中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并且是 

多方面的。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分解动植物有机残体，使 

其中潜藏着的能量和养分释放出来，供生物再吸收利用
 



，使生物能世代延续下去。土壤物质的生物循环不断反 

复进行，土壤肥力也不断地演化和发展。微生物在分解 

有机质的同时，还参与土壤腐殖质的形成。此外，某些特 

种微生物，如固氮菌能增加土壤氮素养分。各种自养性 

细菌对矿物质的分解等，都对土壤形成和发展起一定的 

作用。
 

 

土壤动物中的原生动物，各种土栖昆虫、蚯蚓和鼠类等， 

它们的残体也是土壤有机质的一种来源，同时它们以特 

定的生活方式，参与土壤有机残体的分解、破碎，以及翻 

动、搅拌疏松土壤和搬运土壤的作用。土壤动物种群的 

组成和数量，在一定程度上是土壤类型和土壤性质的标 

志，并可作为肥力指标 （5）土壤发育与地形的关系 地形

对土壤的影响不同于母质、气候、生物因素，它没有 给土

壤提供任何新的物质，它的作用只是引起地表物质 与能

量的再分配，它和土壤之间并未进行物质与能量的 交换，

而只是影响土壤和环境之间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 的一个

条件。它是通过其他成土因素对土壤起作用的。 不同地形

影响地表水热条件的重新分配。主要表现在不 同高度、

坡度和方向等对太阳辐射的吸收和地面辐射是 不同的。

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气温逐渐下降，而在一定 的高度范

围内，湿度逐渐增大，因而自然植被也随之发 生变化，相

应地形成了不同的土壤类型，出现土壤垂直 分布的规律。

在北半球，南
 



受光 比北坡强，但南坡土温及湿度的变化较大， 

北坡则常较阴湿，平均土温低于南坡，因而影响土壤中 的

生物过程和物理化学过程。在一般情况下，南坡和北 坡

的土壤发育，甚至土壤发育类型均有所不同。 地形支配

着地表径流，水从高处流向低处，斜坡排水快， 土壤物质

易遭淋溶，常见砾质薄层土壤；在低洼处，易积 水，细土

粒和腐殖质易积累，土色较暗，土层深厚。高地 和低地之

间表现为共轭关系。在相同的降水条件下，平 原、岗丘、

洼地等不同地形接受降水的状况不同。 不同的地形部位

的母质分配是不同的，山地上部或台地 上其母质主要是

残积母质，从上部质地较细的土层到较 粗的碎屑物，过

渡到基岩。坡地和山麓的母质多坡积物， 粗碎屑和粗颗

粒分布在地形高处，愈远则颗粒愈细小， 多由细砂和粘

性物质组成。在山前平原的冲积锥或冲积 扇地区，成土

母质为洪积物，从地形部位较高处向低平 处，土壤质地由

粗逐渐变粘。土壤分布的特点是砾质土 砂土→壤土→

粘土。

地形发育深刻地影响着土壤发育。由于地壳的上升和下 

降，或局部侵蚀基准面的变化，不仅影响土壤的侵蚀与 

堆积过程，而且还要引起水文、植被等一系列变化，从而 

使土壤形成过程逐渐转向，使土壤类型依次发生演替。 、

调查土地利用现状情况：
 

调查区的土地总面积为hm，具体的各类类型见表1。
 

86.1715表1
 
各类土地利用现状表 

2
土地利用类型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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